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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7)摘要

本发明涉及光缆路径分析技术领域，尤其是

一种光缆接入段路径分析的方法及系统，包括步

骤1、获取省分数据；步骤2、获得楼宇进出缆信

息；步骤3、从楼宇的进出缆开始计算到接入机房

的光缆路径；步骤4、采用虚拟光缆，在路径查找

的每一跳中追加跳纤数据，所述虚拟光缆为只有

两端端点的光缆；步骤5、确定同缆同沟，并进行

展示和存储。本方案以楼宇为切入点，充分利用

省分现有资源数据，分析出楼宇的进出缆，从楼

宇（客户接入点）到联通接入机房之间的路径，路

径中每段线路的长度和资源空闲占用情况，不同

路径之间的光缆段是否重复或同沟。分析结果以

表格和GIS图的形式展现出来，让用户能够一目

了然，解决当前面临的痛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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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种光缆接入段路径分析的方法，其特征在于，包括如下步骤：

步骤1、获取省分数据，所述省分数据包括楼宇信息、楼宇对应标准地址信息、省分光缆

穿挂信息、哑资源覆盖标准地址信息、哑资源之间的光缆信息、光缆纤芯占用信息、哑资源

安置地点信息、安置地点内的设备信息；

步骤2、获得楼宇进出缆信息；

步骤3、从楼宇的进出缆开始计算到接入机房的光缆路径；

步骤4、采用虚拟光缆，在路径查找的每一跳中追加跳纤数据，路径的最后一跳不能为

跳纤，所述虚拟光缆为只有两端端点的光缆；

步骤5、确定同缆同沟，并进行展示和存储;

所述步骤2中，根据楼宇对应标准地址，标准地址被哑资源覆盖，得出楼宇对应的哑资

源数据集合，查找以哑资源开始或结束的光缆及纤芯占用信息，根据楼宇对应的哑资源数

据，结合哑资源的安置地点和覆盖地址情况，判断哑资源与楼宇的相对位置关系，一端在楼

内、另一端在楼外的光缆为当前楼宇的进出缆;

所述步骤3中，从进出缆的楼内点开始，向外树状发散找光缆另一端，再从另一端开始

向外树状发散找光缆的另一端，重复此过程，每经过一条光缆算作一跳，直到找出条件给定

的跳数，记录过程数据，每一跳的终点判断其是否符合终点条件，符合的做终点标记，最后

从起点到标记的终点之间首尾相连形成路径，记录路径明细信息;

两个端点之间设置有一条光缆或多条光缆;

所述步骤5中，结合省分光缆穿挂信息，路径中经过同一光缆，则为同缆，路径中光缆经

过同一管道或其它承载，则为同沟;

展示的数据是形成GIS展示的可视化数据，包括楼宇GIS分析、路径明细、路径分析、路

径汇总、楼宇进出缆、省分楼宇打标。

2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缆接入段路径分析的方法，其特征在于，

数据存储在服务器上的关系型数据库中。

3.一种应用权利要求1所述光缆接入段路径分析的方法的光缆接入段路径分析的系

统，其特征在于，

包括楼宇GIS展示、分析模块，用于根据分类、聚类、数据抽取进行楼宇到机房的光缆路

径情况分析和挖掘，图形化展示接入段的实际路由和资源使用情况；

路径分析、汇总模块，基于楼宇到机房的光缆路径数据情况，为用户提供多维度路径筛

选、调优、业务开通方案推荐、重复路由分析；

省分楼宇打标模块，用于对楼宇进行打标，并确定标准地址；

楼宇进出缆模块，基于楼宇的标准地址关联光缆经过的点状资源，分析楼宇到机房的

光缆路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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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光缆接入段路径分析的方法及系统

技术领域

[0001] 本发明涉及光缆路径分析的技术领域，具体的是一种光缆接入段路径分析的方法

和系统。

背景技术

[0002] 随着光缆业务的不断拓展，网络资源不断建设，光缆网接入段线路资源越来越庞

杂，目前光缆网存在以下技术问题：

[0003] （1）光缆资源虽然已经纳管，但是其纤芯占用情况在数据核查过程中普遍与实际

差异较大，接入段光缆尤其突出；

[0004] （2）光缆网层面无法展现节点之间的路径走向以及资源余量；

[0005] （3）业务开通时，虽然能够通过现场测试选到路径，但多数情况不是想要的或最优

的路径，全程双路由更是无法满足；

[0006] （4）网络调优也缺乏具体的理论数据支持。

[0007] 这就是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。

发明内容

[0008]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，就是针对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不足，而提供一种光缆

接入段路径分析的方法和系统，支撑集团网业协同、合理安排资源覆盖，以楼宇为切入点，

充分利用省分现有资源数据，分析出楼宇的进出缆，从楼宇（客户接入点）到联通接入机房

之间的路径，路径中每段线路的长度和资源空闲占用情况，不同路径之间的光缆段是否重

复或同沟，分析结果以表格和GIS图的形式展现出来，让用户能够一目了然，解决当前面临

的痛点。

[0009] 本方案是通过如下技术措施来实现的：一种光缆接入路径的分析方法，包括如下

步骤：步骤1、获取省分数据，所述的省分数据包括楼宇信息、楼宇对应标准地址信息、省分

光缆穿挂信息、哑资源覆盖标准地址信息、哑资源之间的光缆信息、光缆纤芯占用信息、哑

资源安置地点信息、安置地点内的设备信息，上述省分数据为现有资源数据；步骤2、获得楼

宇进出缆信息；步骤3、从楼宇的进出缆开始计算到接入机房的光缆路径；步骤4、采用虚拟

光缆，在路径查找的每一跳中追加跳纤数据，所述虚拟光缆为只有两端端点的光缆；步骤5、

确定同缆同沟，并进行展示和存储。通过本方法得出楼宇进出缆和到机房的路径，并对路径

进行重复分析，为业务开通或网络优化提供数据参考，支撑集团网业协同、合理安排资源覆

盖。为用户制定软件研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光缆网线路资源提供方案借鉴。

[0010] 优选的，步骤2中，根据楼宇对应标准地址，标准地址又被哑资源覆盖，得出楼宇对

应的哑资源数据集合，再查找以哑资源开始或结束的光缆及纤芯占用信息，根据楼宇对应

的哑资源数据，结合哑资源的安置地点和覆盖地址情况，判断哑资源与楼宇的相对位置关

系，一端在楼内、另一端在楼外的光缆为当前楼宇的进出缆。

[0011] 优选的，步骤3中，从进出缆的楼内点开始，向外树状发散找光缆另一端，再从另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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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开始向外树状发散找光缆的另一端，重复此过程，每经过一条光缆算作一跳，直到找出条

件给定的跳数，记录上述过程数据，每一跳的终点判断其是否符合终点条件，符合的做终点

标记，最后从起点到标记的终点之间首尾相连形成路径，记录路径明细信息。

[0012] 优选的，两个端点之间设置有一条光缆或多条光缆。

[0013] 所述步骤5中，结合省分光缆穿挂信息，路径中经过同一光缆，则为同缆，路径中光

缆经过同一管道或其它承载，则为同沟。

[0014] 优选的，展示的数据是形成GIS展示的可视化数据，包括楼宇GIS分析、路径明细、

路径分析、路径汇总、楼宇进出缆、省分楼宇打标。

[0015] 优选的，数据存储在服务器上的oracle或关系型数据库中。

[0016] 一种光缆接入段路径分析的系统，包括：楼宇GIS展示、分析模块，路径分析、汇总

模块，省分楼宇打标模块和楼宇进出缆模块。

[0017] 楼宇GIS展示、分析模块，用于根据分类、聚类、数据抽取进行楼宇到机房的光缆路

径情况分析和挖掘，图形化展示接入段的实际路由和资源使用情况。

[0018] 路径分析、汇总模块，基于楼宇到机房的光缆路径数据情况，为用户提供多维度路

径筛选、调优、业务开通方案推荐、重复路由分析。

[0019] 省分楼宇打标模块，用于对楼宇进行打标，并确定标准地址。

[0020] 楼宇进出缆模块，基于楼宇的标准地址关联光缆经过的点状资源，分析楼宇到机

房的光缆路径情况，楼宇与覆盖资源点无相对位置关系，无法精确计算楼内到楼外缆段，以

第一段为进出楼宇光缆；楼宇与覆盖资源点关系多，只选哑资源。

[0021] 通过上述描述可以看出，本方案指定某个楼宇，计算出其进出缆情况，再以起始资

源点、跳转次数、可用（排除高损耗、断等）芯数为入参，动态计算从楼宇到联通接入机房之

间的路径情况，最后分析路径中的光缆，找出同缆同沟的光缆，下一步可以再从业务层面分

析现有路由，为网络重保提供数据支撑。

[0022] 由此可见，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，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，其实施

的有益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
附图说明

[0023] 图1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模型图。

[0024] 图2为本发明光缆进出判断流程图。

[0025] 图3为路径查找的示意图。

[0026] 图4为图3中每两个点跳跃过程的示意图。

[0027] 图5为图3中跳数及路径明细的示意图。

[0028] 图6为架间跳纤的模型图。

[0029] 图7同沟同缆的模型图。

具体实施方式

[0030] 为能清楚说明本方案的技术特点，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，并结合其附图，对本方

案进行阐述。

[0031] 如图所示，本方案公开的光缆接入段路径分析的方法，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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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0032] 获取省分数据，所述省分信息包括楼宇信息、楼宇对应标准地址信息、省分光缆穿

挂信息、哑资源覆盖标准地址信息、哑资源之间的光缆信息、光缆纤芯占用信息、哑资源安

置地点信息、安置地点内的设备信息。

[0033] 计算得出楼宇进出缆信息。根据楼宇对应标准地址，标准地址又被哑资源覆盖，得

出楼宇对应的哑资源数据集合，再查找以哑资源开始或结束的光缆及纤芯占用信息，根据

楼宇对应的哑资源数据，结合哑资源的安置地点和覆盖地址情况，判断哑资源与楼宇的相

对位置关系。只有一端在楼内、另一端在楼外的光缆才是当前楼宇的进出缆。

[0034] 从楼宇的进出缆开始计算到接入机房的光缆路径。从进出缆的楼内点开始，向外

树状发散找光缆另一端（注意端点可能在光缆的起始侧，也可能在光缆的终止侧，且两端点

之间可能有多条光缆），再从另一端开始向外树状发散找光缆的另一端（注意追加自成环数

据），以此类推，每经过一条光缆算作一跳，直到找出条件给定的跳数，记录上述过程数据，

每一跳的终点判断其是否符合终点条件，符合的做终点标记，最后从起点到标记的终点之

间首尾相连形成路径，记录路径明细信息，如图3所示，其中为A点到H点的树状遍历。

[0035] 架间跳纤作为在实际业务中经常用到的场景，后台也没有这块数据，采用虚拟光

缆（只有两端端点的特殊光缆），在路径查找的每一跳中追加跳纤数据，注意路径的最后一

跳不能为跳纤，解决了数据缺失路径不缺失的现实问题，使得算法得出的路径方案更加符

合实际情况，如图6所示。

[0036] 同缆同沟确定，计算出来的路径，结合省分光缆穿挂信息，路径中经过同一光缆，

则为同缆，路径中光缆经过同一管道或其它承载，则为同沟。如图7所示，其中的A到H经过D

和E,B到F经过D和E,C到G经过D和E,即左侧的A、B、C要到达右侧的H、F、G，均需要经过D和E。

[0037] 生成的结果数据，在前台形成GIS展示、楼宇GIS分析、路径明细、路径分析、路径汇

总、楼宇进出缆、省分楼宇打标等可视化数据进行分析。

[0038] 一种光缆接入段路径分析的系统，指定某个楼宇，系统能够得出其进出缆情况，再

以起始资源点、跳转次数、可用（排除高损耗、断等）芯数为入参，动态计算从楼宇到联通接

入机房之间的路径情况，最后分析路径中的光缆，找出同缆同沟的光缆，下一步可以再从业

务层面分析现有路由，为网络重保提供数据支撑。具体包括以下模块：

[0039] 楼宇GIS展示、分析模块，用于根据分类、聚类、数据抽取进行楼宇到机房的光缆路

径情况分析和挖掘，图形化展示接入段的实际路由和资源使用情况。

[0040] 路径分析、汇总模块，基于楼宇到机房的光缆路径数据情况，为用户提供多维度路

径筛选、调优、业务开通方案推荐、重复路由分析。

[0041] 省分楼宇打标模块，用于对楼宇进行打标，并确定标准地址。

[0042] 楼宇进出缆模块，基于楼宇的标准地址关联光缆经过的点状资源，分析楼宇到机

房的光缆路径情况，楼宇与覆盖资源点无相对位置关系，无法精确计算楼内到楼外缆段，以

第一段为进出楼宇光缆；楼宇与覆盖资源点关系多，只选哑资源，附近机房类型本来为“综

合接入点”，在实际搜索时发现经常因数据不准找不到该类型机房，从而导致无路径，需要

等用户修正后再处理，作为接入点；路径计算，因客观网络结构复杂，为效率考虑，不超过六

跳（缆段）。

[0043] 本方案不仅可以支撑集团网业协同、合理安排资源覆盖，而且能够有效地为业务

开通或网络优化提供数据参考，架间跳纤算法的加入更进一步贴近现网状况，同缆同沟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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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使得线路资源的分析更加精细明确，为全程双路由提供了数据基础。

[0044] 本发明中未经描述的技术特征可以通过或采用现有技术实现，在此不再赘述，当

然，上述说明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制，本发明也并不仅限于上述实施方式，本领域的普通技

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、改型、添加或替换，也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

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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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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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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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

图 4

图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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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

图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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